
2023年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公布 教育部高
考改革方案(模板5篇)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制定相应
的方案来实现这些目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
优质的方案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
阅读与收藏。

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公布篇一

1、20艺术类专业考试中，除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
本科艺术院校(含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外，其他高校不再组
织美术学类、设计学类省级统考所涵盖专业的校考。

2、校外考点无法满足考位需求的高校，做好本校考点考位兜
底保障。

言外之意也就是说，除教育部批准的以外其他高校不再组织
美术学类、设计学类省级统考涵盖专业的校考，省级统考未
涵盖专业的校考可以继续组织。

比如部分独立学院、民办艺术院校的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
美术学、艺术与科技、数字媒体艺术、动画、服装与服饰设
计、中国画、雕塑等。

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公布篇二

《实施方案》明确自2024年起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录
取实行“两依据一参考”，即依据考生的统一高考成绩、依
据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成绩，参考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择优录取;考生总成绩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科目成绩
和3门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组成，满分750分。其中全国统一
高考科目的语文、数学、外语满分各为150分，总分450分。



选择性考试科目中，首选科目物理或历史(2选1)每科满分100
分，以原始分计入总分;再选科目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
物学(4选2)每科满分100分，总分200分，以等级转换分计入
总分;自2024年起，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按物理科目组
合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最低录取控制分
数线。合并一本二本批次。考生志愿由“专业(类)+院校”组
成，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和“多元录取”。

《实施方案》强调，高等职业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本科教育
考试招生相对分开。将针对学业水平考试、招生录取、新课
程改革、生涯规划指导、选课走班等工作出台配套政策，确
保高考综合改革顺利实施。

新高考选科要考虑哪些因素

新高考改革，打破了以往“文是文、理是理、文理不相往
来”的格局，旨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突出德育时代性。

但是不管高考怎么改革，这次高考仍然是学生走向未来的一
个重要步骤。

因此，对今年的考生来说，选科是高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步
骤。无论选择哪一个科，都至少要考虑下列因素(例如物理和
历史)：

(1)学业成绩：

要看自己在某一学科中的学习成绩与是否胜于另一学科中的
成绩。

如果你在这个学科上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其他学科，那么
你应该首先选择这个学科。

学业成绩至少要看三、四次主要考试的位次对比，再做决定，



选择哪一科。(注：不要看分数，而是看排名。

(2)兴趣爱好：

要看自己是不是特别喜欢该科目。

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个科目，那么一般应该先选这个科目。(注：
不是说你自己特别喜欢这门课程的任课老师，而是你自己特
别喜欢该科目)

(3)职业倾向：

要从自身职业倾向出发，正确处理好选科与大学专业、职业
等方面的关系。

在大学里，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一专业或某一职业，就要注意
选择与其相关的专业。例如喜欢读工科农医之类的专业，那
就最好是物理学;如果喜欢读文史，那就最好是艺术类或是历
史学。有些专业有限制，如果有心仪的专业在选科时一定要
看好了，以免选错科目无法报考。具体的专业科目要求，您
可以先在网上查询一下，然后再决定到底该选哪科。

贵州新高考3+1+2何时开始?

目前还没有明确公布会用哪一种新高考的模式。

目前贵州省还没有告知会使用哪一种新高考的模式，只是在
工作内容中强调了要在20实行高考改革。而目前已经实行了
新高考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山东、海南、浙江、天津、
广东、湖南、湖北、福建、江苏、辽宁、河北、重庆。

其中新加入了八个省份广东、福建、江苏、河北、辽宁、湖
北、湖南、重庆实行的3+1+2的新高考模式。

北京、上海、山东、海南、浙江、天津实行的均是3+3的高考



模式。

“3+1+2”的高考模式

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外语包含英
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任选)

首选科目：物理/历史(每门满分100分，卷面成绩计入高考成
绩)

再选科目：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历史任选两门(每门满
分100分，成绩以卷面成绩排名后赋分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

注意：等级赋分起始分只有30分，分为了a\b\c\d\e5个等级

“3+3”的高考模式

统考科目：语文、数学、英语(每门满分150分，其中英语一
科变为一年两考，听力考试(30分)与笔试分离，一年考两次，
哪次分高取哪次的成绩。)

选考科目：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生物、化学六门中
自选三门作为选考科目。(每门100分，成绩以卷面成绩排名
后赋分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

等级性考试由全市统一组织，成绩以a、b、c、d、e、f五个等级呈
现，起始分时40分。成绩当年有效，计入高考总成绩。

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公布篇三

高考已经越发临近，又一批学子即将迈入战场。近日，社会
颇为关心的高考改革方案出炉，目前已有20余省公布高考改
革方案，各地标准略有不同。这些省份包括：天津、北京、
青海、上海、江苏、浙江、海南、西藏、宁夏、广西、广东、



甘肃、黑龙江、辽宁、贵州、河北、山东、湖南、四川、江
西、吉林、山西、重庆和湖北。高考改革方案出炉，针对近
期群众及社会关注的20xx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安排问题，湖
北省明确将进一步减少高考加分项目;河南省表示积极争取重
点大学在河南招生;浙江省回应称省内高考录取率不会低于去
年。

多地高考改革方案提出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

随着湖北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在日前公布，
截至目前，记者梳理发现，全国已有24个省份的高考改革方
案出炉。这些省份包括天津、北京、青海、上海、江苏、浙
江、海南、西藏、宁夏、广西、广东、甘肃、黑龙江、辽宁、
贵州、河北、山东、湖南、四川、江西、吉林、山西、重庆
和湖北。

今次出台高考改革方案的湖北，进一步明确将减少和规范高
考加分。大幅减少、严格控制高考加分项目。其中，20xx年起，
取消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取消部分省属院校招收当地考生
的加分或降分政策，调整少数民族考生和农村独生女加分政
策。

针对高考加分政策，20xx年底，教育部等五部门曾印发《关于
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

根据意见，从20xx年1月1日起，各省(区、市)取消“省级优
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突出事迹者”、“科技竞赛获奖
者”等全国性加分项目。同时，20xx年1月1日起，取消地方性
体育、艺术、科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加分项目。

这份意见出台之后，高考加分项目迎来“大瘦身”。已经出
台高考改革方案省份中，大多数省份都提出减少和规范高考
加分，一些省份在方案中重申落实教育部等部门的上述规定。



以河北为例，根据河北省高考改革方案，河北自20xx年1月1
日起全部取消教育部确定取消的全国性加分项目，此后获得
相关奖项、名次、称号的考生均不再具备高考加分资格;对已
经获得相关加分资格的考生，采取过渡办法，加分项目暂时
予以保留，降低加分分值，自20xx年起全部取消。

多地调整少数民族加分项目湖北重庆取消农村独生女加分

具体来看，在已公布高考改革方案的24个省份中，一些省份
针对少数民族加分政策进行了调整。

江苏提出，自20xx年起，将少数民族考生照顾政策调整
为“少数民族考生报考省属高校加3分投档”。此前，江苏规
定，少数民族考生平行院校志愿中a院校报考民族院校的，录
取时可加10分投档;报考其他院校的，录取时可加3分投档。

北京则提出，从20xx年高考起，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范围调整为
“从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高中教育阶段
转学到本市的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分值为5分，仅适用于北
京市属高校招生录取。

同样，黑龙江也调整了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范围。根据方案，
黑龙江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不含八少数民族)考
生高考加分，作为地方性加分项目过渡3年，20xx年取消。

在国家层面提出“瘦身”高考加分之后，各地也纷纷跟进，
压缩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根据媒体去年8月的报道，辽宁、
吉林、黑龙江、江苏、江西、广东等13个省份已取消了所有
地方性加分项目。

高考改革方案出炉，以吉林为例，在吉林的高考改革方案中，
吉林就提出，取消省级三好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省级
优秀团干部和市(州)级以上见义勇为荣誉称号获得者等地方
性加分项目。



此外，一些省份还调整了其他地方性加分项目。例如，今次
公布方案的湖北还明确，20xx年起，取消农村独生女加分政策。
重庆也提出，到20xx年，取消农村独生女、三峡库区搬迁移
民子女地方加分照顾政策。

多地要求完善高考加分的监督和公示

上述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
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要求，加强加分考生资格审核，加强
加分考生资格信息公示，完善违纪举报和申诉受理机制等。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减少高考加分项目，在公布高考改革方案
的24个省份中，大多数省份明确，将严格高考加分的相关管
理。

例如，青海的改革方案提出，提前公示取消和调整的加分项
目或者分值，加强考生加分资格审核，强化监督管理。广东
的方案中也提出，进一步完善考试加分管理机制，加强对考
试加分政策执行过程的管理，严格考生加分资格审核和认定
程序，加大考生加分资格信息公开公示和社会监督力度。

高考改革方案出炉，在日前刚刚公布改革方案的湖北，湖北
提出，逐步将高考加分的激励导向功能转移至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之中，确有必要保留的加分项目，要合理设置加分分值，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河北的方案提出，健全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按照“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加强考生加分资格审核，实行省、市、县、
学校四级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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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公布篇四

“2”为再选科目，考生可在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4
个科目中选择两科。

河北、辽宁、湖北、湖南、重庆、江苏、福建、广东等8个省
份高考总分均为750分。其中，语文、数学、外语满分均
为150分，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6个选考
科目，每科满分均为100分。

从2021年起，我省普通高校招生依据统一高考和选择性考试
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投档时将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情况提供给招生高校，具体使用办法由招生高校在招生
章程中予以明确。根据选择性考试中首选考试科目为历史和
物理划分为“历史学科类”和“物理学科类”。我省将按历
史学科类和物理学科类两个类别分列本科、高职（专科）招
生计划，分别划定招生录取文化课控制分数线，分别进行投
档录取。

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公布篇五

眼下正值暑假，再过两个月就要进入新学期，而此时，正是
公布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升学考试意见的最“适时”的时候。

再过两个月就要进入新学期，而此时，正是公布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升学考试意见的最“适时”的时候。

7月5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河南表示，4部委即将出台一个



“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
升学考试”的意见，这个意见国务院已同意，将适时发布。
意见将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连续就学的年限来确定具体方案(据
《河南商报》)。

义务教育后的升学考试，无非是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
因此，杜副部长此番表态，被舆论解读为“异地高考改革方
案”已经敲定，这正是进城务工人员盼望已久的消息。

虽然尚不知4部委的意见，是简略的`“指导性原则”，还是
具体的“实施意见”。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意见将给异地务
工的家长们，一个较为明晰的政策预期，据此，他们可以更
好地安排孩子的就学之路，规划孩子的未来。

对一个攸关千万人命运的意见，显然越早公布越好。眼下正
值暑假，再过两个月就要进入新学期，而此时，正是公布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升学考试意见的最“适时”的时候。

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公布，家长们心里无疑有了底，那些孩子
具备在城市升学考试资格的家庭，将取消将孩子送回老家上
学的安排，避免了骨肉分离，减少了大量留守儿童；那些孩
子无望在城市升学考试的家庭，将会对孩子的教育计划进行
务实的调整，让孩子及早回家，适应老家的生活和教育；对
于那些正犹豫是否接年幼孩子进城受教育的年轻父母而言，
他们也可根据这个意见，作出理性的决断。

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公布，城市教育部门和学校也有充分的时
间做好准备。城市教育部门可以积极应对，第一时间制定出
针对随迁子女的入学和高考（微博）的本地具体方案，城市
学校也可及早调整招生计划，对即将增加的外来生源进行妥
善的安排，避免临时的仓促和慌乱。

事实上，每年暑假，都是许多进城务工家庭极为焦虑的时期，



一面是孩子高考的权利，一面是骨肉亲情的不舍，对于孩子
是否在城市升初中、上小学、甚至上幼儿园，他们往往面临
着两难选择，使得家长和孩子都陷入了痛苦的境地。尤其是
那些孩子，幼小的心灵就要承受着户籍之痛，离开疼他们的
爸爸妈妈，离开爱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们，离开早已习惯的城
市生活，被迫去陌生的老家求学生活，这对他们而言，是人
生的一次重大危机。

因此，4部委已定案的意见，早一天公布，或许能早一天让部
分家长们，摆脱痛苦和焦虑；早一天公布，也能早一天让一
些悲伤的孩子，看到新希望。早一天公布，就能让更多城市
外来家庭告别骨肉分离之忧，让更多留守儿童回到父母的身
旁。一项关系民众福祉的重大公共政策，它理当与时间赛跑，
避免因公开时间的迟滞，导致家长们因错误判断而痛失机会，
给孩子留下永远的遗憾。

杜玉波副部长的表述中，用了“即将出台”四个字，可见，
教育部门已看到政策出台的紧迫性，既然4部委意见的决策程
序已走完，那就尽快公布意见全文，给学校、家长、孩子一
个充分的安排时间。

(新京报)

(本文来源：新京报)


